
中国碳市场——光伏产业发展新机遇



气温升1℃　世界主要产粮区加速成为荒漠
气温升2℃　两极冰块消融，海平面升7米
气温升3℃　（拐点）气候彻底失控，生态灾难全面上演
气温升4℃　1／3生物会灭绝，人类口粮受影响
气温升5~6℃　绿树长到南北极，95%物种绝迹

……

极端气候对地球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

温室效应



冰川融化、同类相食、饥荒……生存危机



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

雾霾

    直径小于10微米的颗粒
物（PM10）会被人体吸入，
进入人体组织，从而造成健
康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
癌症研究机构（IARC）2013
年10月发布报告，把大气污
染物中可吸入颗粒物归为一
类致癌物质。



改变生产方式，发展低碳经济是扭转趋势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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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联合国大会45届会议

成果：设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②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成果：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UNFCCC，公约将各参与方

分为附件一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并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③《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京都议定书》

成果：规定了具有约束力的量化减排指标

④《京都议定书》首次缔约方大会

成果：国际碳交易规则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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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市场背景



碳市场背景

《京都议定书》是世界上第一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旨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性条约，

规定在2008至2012年的第一承诺期内，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应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

少5.2%。 为实现该目标，《京都议定书》设立了三种市场机制：

① 清洁发展机制（CDM）  ② 联合履约（JI）  ③ 排放交易（ET）



碳市场背景

目前，发展碳交易是以市场手段解决气候问题的最优路径。

国际上活跃着的碳市场（除中国）： 

 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 （EU ETS，2005年1月日至今，主导了当今国际碳交易市场）

 韩国碳排放交易市场（2015年1月12日至今）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排放限额与交易计划（CA ETS，2013年1月1日正式启动至今）

 美国的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GGI，2009年1月1日至今）

2005          2009          2011          2012         

* 全球碳市场交易量——来自世界银行数据

* 预计到2020年，国际碳信用需求（不包括中国市场）将达90亿吨。



碳市场背景

哥本哈根减排承诺

中国政府从2005年开始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在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
国气候变化会议上，中国做出了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

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中国参与国际碳交易

 2002年，中国政府批准《京都议定书》；
 2004年，制定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
 2005年，正式形成清洁发展机制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了CDM项目开发、申
报、批准、管理的相关程序和要求；
 2006年，国务院批准建立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管理中心，目前基金主要用
于支持国内减排和碳市场建设。

过去和现在：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减排责任。未来：？



碳市场背景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3年，中国碳排放超过欧盟和美国的总和，达到100亿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中国正面临巨大压力



碳政策沿革

《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2014/5/15
——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2014/5/9
——发展商品期权、商品指数、碳排放权等交易工具

 十八大报告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的六位一体布局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要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

 上海市政府常务会议 部署推进上海碳交易试点工作-2014/7/28
——强调上海将主动服务周边及长三角城市，推动区域性碳交易市场建设，
    为促进长三角区域节能减排作出应有贡献。



碳政策沿革

2014年11月12日，中美共同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加强
清洁能源和环保领域合作。

联合声明提出，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
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
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双方均计划继续努力并随
时间而提高力度。

中美两国希望，现在宣布上述目标能够为全球气候谈判注入动力，并带动其他国家也一
道尽快并最好是2015年第一季度提出有力度的行动目标。两国元首决定来年紧密合作，
解决妨碍巴黎会议达成一项成功的全球气候协议的重大问题。



碳政策沿革

为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十二五”规划《纲要》和国务
院《“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要求，并推动建立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组织起草了《碳排放权
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于2014年12月10日发布，30日后实施。

国家发改委令 2014年第17号 

* 该框架性文件为首个国家层面碳市场建设政策，在明确了全国碳市场建立的
主要思路、管理体系的基础上，既符合了中央改革小组的时间要求，也呼应着
利马气候变化会议上中方展现的决心和行动。



碳政策沿革

箭在弦上 蓄势待发全国碳市场



碳市场现状

目前，中国碳交易市
场共有七个关键要素

1、国家地方法律法规

2、总量控制目标

3、覆盖范围

4、排放量测量报告核查

5、配额分配

6、交易制度与交易平台

7、登记薄系统和监管机制

国家和地方均出台相关规
定及文件，保障市场建设

国家法律和法规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控制温室气排放工作方案的
通知》（国发[2011]41号）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改委令）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改委通
知）
……

地方性政策（以上海为例）
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沪府令10号）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规则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结算细则（试行）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会员管理办法（试行）
……



碳市场现状

国家将碳排放强度控制目标分解到各省市，试点省市根据
强度控制目标确定总量控制目标，进而确定配额总量。

 2013年，七个试点省市出台温室气体核算管
理办法；

 2013年11月，国家发改委发布首批十个行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2014年1月13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组
织开展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工作的通知》，全国范围内年能耗5000吨标煤
或温室气体排放13000吨以上的企业强制报送；

第三方核查机构的确定是保障交易能够顺
利公平开展的基础，2013年-2014年期间，
各试点省市陆续组织第三方核查机构遴选
工作。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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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发改委颁布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
理暂行办法》（发改气候[2012]1668号）以及经国家发
改委备案的178个方法学，可开发CCER的项目领域包括能
源工业 (可再生/不可再生)、能源输配、能源需求、制
造业、化工行业、矿产品、燃料的飞逸性排放、碳卤化
合物逸散排放、废物处置及农业等。项目需在2005年2月
16日之后开工建设。

碳减排量（CCER）2

目前碳交易标的物分为两种：

碳配额1
政府赋予的 基于项目的

市场中碳减排量和碳配额的位置关系

碳市场现状



碳市场现状

2012年6月13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了《温室气体自愿减
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发改气候[2012]1668号），鼓
励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的开发和温室气体自愿减
排（CCER）的交易。

截至2014年9月29日，国家发改委已先后公布了涉及可再生能源、废能回收利用、垃圾处理、填埋气利
用、生物质利用、农林碳减排等共三批181个方法学，并公布了“中国自愿减排交易信息平台”、开放
了“国家自愿减排和排放权交易注册登记系统”。

2014年12月10日，为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十二五”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十二五”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要求，国家发改委组
织起草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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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1月14日“国家自愿减排和排放权交易注册登记
系统”正式上线运行以来，因受到减排量备案进程和各交易
所系统对接工作的影响，还没有CCER现货交易的案例。

目前“国家自愿减排和排放权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仍处于
维护、调试状态，众多市场参与者翘首而盼，相信系统一旦
被重新开放，各试点交易所将出现大量CCER现货行情。

CCER交易现状

碳市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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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地履约抵消机制的比率设置，目前的CCER理论市场容量为：1.1亿吨

碳市场规模



碳市场规模

蒋兆理：“我国将在2016年启动全国碳市场。全国碳交易市场初步将纳入
5+1个行业（电力、冶金、有色、建材、化工和航空服务业）的年排放量在

2.6万吨以上的企业，将可能涉及30亿~40亿吨碳排放量。”

4,000,000,000 tCO2e

建设全国碳市场后，碳市场容量将会进一步增加

*仅仅考虑现货交易，估计交易额会在12~80亿元
如进一步考虑期货，交易额将达到600~4000亿元



全国碳市场建立后，CCER市场容量将会接近：4亿吨

风电
水电

碳汇造林
余热回收
热电联产
……

光伏

碳市场规模

碳市场：中国光伏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光伏碳现状

现已备案的减排项目共有142个，其中光伏项目仅

有15个，占比约为10%，预计产生的年均减排量

为55万吨，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而减排量已获备案的光伏项目仅有1个，在全部已

备案的减排项目中占比约为0.7%。

项目类别：第一类（新建项目）
项目业主：阳光能源（青海）有限公司
所在省市：青海省
装机容量：20.112MW（规模中等）
备案减排量：67700吨/3yr （年均约22600吨）

142个

15个

阳光能源有限公司格尔木
20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

光伏项目备案情况图：



光伏碳前景

光伏项目的政策优势

2012年2月 国家工信部 《太阳能光伏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2012年3月 国家科技部 《太阳能发电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
2012年9月 国家能源局 《太阳能发电发展“十二五”规划》
2013年7月 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35GW
……

2012年10月 国家电网 《做好分布光伏发电并网服务的工作意见》



光伏碳前景

光伏项目CCER的履约优势

多个试点省市已出台针对使用CCER进行履约的限制政策

北京不接受来自减排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氧化亚氮（N2O）、六氟化
硫（SF6）气体的项目及水电项目的减排量；

广东不接受来自水电项目，非来自使用煤、油和天然气（不含煤层气）等化石能源的发电、供热
和余能（含余热、余压、余气）利用项目；

重庆仅支持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清洁能源和非水可再生能源、碳汇、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
农业、废弃物处理等领域减排。

……

        纵观各试点省市有关履约抵消的限制政策，光伏项目产生的减排量不受到任何类型
限制，将拥有较大的市场需求和较小的市场竞争，非常适合进行碳资产开发。



光伏碳前景

光伏项目CCER的额外收益

现以“阳光能源有限公司格尔木
20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为例：

首个监测期（2011-2013）减排量：67700tCO2
（七个试点市场的配额价格情况：平均30元/吨）

67700tCO2 ≈ 203万元

如果按照3*7年的计入期计算 

可获得额外减排收益约1421万元
项目业主将获得可观的额外收益

 政策优势
 履约优势
 收益优势

    结合政策优势、履约优势以及收益优势，
光伏项目的碳资产开发具有广阔前景。



项目项目
设计设计

CCER开发模式

通过交易代理
获得交易收益

项目项目
审定审定

项目项目
备案备案

项目项目
监测监测

减排量减排量
核证核证

CCERCCER
备案备案

CCERCCER
交易交易

业主只需要：
① 提供相应文件
② 配合文件申报
③ 配合现场审核

项目业主

专业碳资产公司提供一站式服务
包括CCER开发咨询、交易代理等
并可采取后期减排收益分成模式

由第三方核查机构负责
项目审定与核证 与企业进行碳减排收益分成



关于我们

与英大传媒共同举办了2014年中国碳交易高
峰论坛。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司长苏伟出席论
坛并致辞。

利马气候大会获联合国颁发“今日进步奖”。

与七个试点碳交易所建立合作关系、获得交
易所综合类/自营类会员单位资格。

开发中的CCER项目总计11个，涉及光伏、风电、生
物质发电等多个项目类型，预计年均减排量200万吨。

研发了全国第一个碳价格综合指数：“置信碳指数”

自主研发了两个CCER项目开发方法学：“新建或改
造电力线路中使用节能导线或电缆方法学”、“电动
汽车充电站及充电桩温室气体减排方法学”，均获得
国家发改委备案。

置信碳资产 是国家电网公司旗下唯一、上海首家碳资产管理公司，
是全国低碳服务专业技术委员会理事单位；注册资本金1亿元。

经验优势1 影响力2



置信碳资产致力为光伏企业发掘“碳财富”，共同创造低碳未来。



期待与您的合作，谢谢!

联系我们：
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1361号
          壹丰广场7楼704室
邮编：200080
电话：021-66058385
传真：021-56908271


